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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糖药变身减肥药被买爆降糖药变身减肥药被买爆

“我用了快半年了，从 120 斤瘦
到现在的90斤。”29岁的小美告诉记
者，瘦下来后，反而加大了剂量，“从
开始的 0.25mg 加大到 0.5mg，再到
1mg，感觉药效不如之前，担心一旦
停药体重会反弹，现在都快上瘾了。”

小美所用的是被称作减肥“神
药”的司美格鲁肽，一款于2017年被
FDA 批准用于糖尿病，2021 年又被
FDA批准用于肥胖症的注射剂。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司美格
鲁肽于2021年被国家药监局批准用
于2型糖尿病，其肥胖适应症目前还
未获批，却被当作减肥“神药”被买
爆。“今年三四月份，司美格鲁肽在国
内供货非常紧张，甚至出现断货的情
况。”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肖
建中告诉记者。

那么，大量非糖尿病人是如何买
到司美格鲁肽的？“我和周围的朋友
都是从网上买的。”小美表示。

作为非糖尿病患者，记者登录某
电商平台司美格鲁肽购买页面，点击

“开方买药”，选择“2 型糖尿病”，然
后选择使用剂量，一张处方单就开好
了，前后不超过1分钟。甚至在线医
生要求记者回答是否存在胰腺炎等
既往病史，记者选择忽视，处方也照
开不误。

网售处方药的“便利性”，加之
“容貌焦虑”，客观上造成司美格鲁肽
被滥用。“我查过，司美格鲁肽用作减
肥，BMI（身体质量指数）至少要到
28。我现在是21，属正常体重，但仍
然在用。包括周围看起来特别瘦的
朋友也在用，因为很多姑娘觉得越瘦
越好，而且看到效果就很难停下来。”

与之相比，记者走访多家医院了
解到，医生对于司美格鲁肽的超适应
症用药非常谨慎。

“对于超适应症使用，不同医院
有不同办法，有的干脆不开。但确实
临床上很多肥胖的人有减肥需求，考
虑到其减重适应症在国外已获批，我
们医院通过药学委员会讨论，有条件
批准，为那些存在肥胖、经过其他干
预仍无效的患者开药。”肖建中对记
者表示。

湖南某三甲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医师则告诉记者，在今年 4 月份之
前，很多人以减肥目的来开司美格鲁
肽，之后医院加强管理，要求只有内
分泌科才可以开处方。“首先得有糖
尿病的诊断结果，然后医生判断患者
有用药指征才行，而且住院部开不出
来，必须找内分泌科的门诊医生开
药。”

线下药店同样照方抓药。益丰
药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司美格
鲁肽线下管控比较严格，这是处方
药，没有医院开具的处方在我们药店
买不到药。而且，在购买的时候，还
需要我们药店的持证医师问诊，才能
按量开具。”

警惕滥用处方药风险警惕滥用处方药风险

减肥“神药”被买爆，揭开了处
方药滥用的冰山一角。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医生均表
示，处方药通常都具有一定的毒性
及其他潜在影响，用药方法和时间
都有特殊要求，必须在医生指导下
使用。“滥用处方药会造成很多潜在
的不良影响。”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周智广对记者表示。

而 2017 年和 2021 年才分别被
FDA 批准用于糖尿病和肥胖症、
2021 年才被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 2
型糖尿病且肥胖适应症还未获批的
司美格鲁肽，其很多潜在的副作用
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FDA 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司
美格鲁肽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恶
心、腹泻、呕吐、胃肠炎等。记者翻
阅司美格鲁肽的中文说明书发现，
其潜在的副作用还包括引发胰腺炎
等风险。9 月 22 日，FDA 网站更新
药品说明书信息，认为司美格鲁肽
可能具有一种新的潜在副作用——
肠梗阻。

10 月 5 日，国际知名医学期刊
《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的最新研究
显示，司美格鲁肽可能增加使用者
患严重胃肠道疾病的风险。数据显
示，与另一类减肥药——安非他酮/
纳曲酮的严重副作用发生率相比，
使用GLP-1类减肥药出现胃麻痹的
风险增加近4倍，胰腺炎风险增加9
倍，肠梗阻风险增加4倍。

在司美格鲁肽的潜在副作用还
没有完全确认情况下，很多人通过
互联网平台自行购买、自行用药，进
一步加大了潜在的风险。

“这些人群往往没有对自身的身
体状况开展全面检查，而且是在没有
医师指导下自行购买和使用处方药，
其中的潜在风险非常大。”肖建中认
为，在没有医师指导下滥用处方药潜
在风险巨大。比如，经检查甘油三酯
较高的患者，医生会提醒，使用司美
格鲁肽会有出现胰腺炎的风险。一
些比较胖的患者，其可能得过胰腺
炎，使用司美格鲁肽后，出现胰腺炎
的风险较大，或者出现胃肠道疾病，
包括便秘呕吐等症状。

同时，快速减重其本身也有潜
在的副作用。“如果使用者本身有其
他疾病，体重改变后可能诱发心脏、
呼吸、糖代谢紊乱等方面的一些疾
病。比如，很多人使用后出现过分
恶心、没有食欲的情况，可能是低血
糖或电解质平衡紊乱带来的问题。”
周智广表示。

11 月 6 日，广东药监局官方公
众号“广东药监”发文称，司美格鲁
肽用于减肥的推荐剂量为2.4mg，高
于我国用于 2 型糖尿病治疗的最大
推荐剂量（1mg），相较于低剂量，高
剂量的司美格鲁肽更容易出现相关

的胃肠道反应，甚至有导致甲状腺
C细胞肿瘤的风险。

加强网络处方真实性监管加强网络处方真实性监管

司美格鲁肽暴露出的问题，对网
售处方药的监督管理提出了新的命
题。

国内网售处方药市场巨大、前景
广阔。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
用药量大、用药频繁，网售处方药无
疑给这些患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与此同时，网售处方药的潜在风
险不容忽视。“在互联网诊疗之前，最
好有过面诊的经历，在维持治疗或者
微调的情况下，可以在网上购药。”肖
建中表示。

网售处方药一直是监管的重点
和难点。

2022年9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
法》，并于2022年12月1日起正式施
行。其中明确规定：通过网络向个人
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处方来源真
实、可靠，并实行实名制。药品网络
零售企业接收的处方为纸质处方影
印版本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处
方重复使用。

“从实际情况看，网售处方药的
监管存在很多难点。”中国社会科学
院行为经济学实验室执行主任姚宇
告诉记者，“比如，很多零售企业没有
能力鉴别处方是否真实、可靠，实名
制也无法约束家属代买药的行为。
另外，同一处方在不同药店重复使
用，药店也很难知晓。”

他进一步表示，《药品网络销售
监督管理办法》中的很多规定本质上
是对患者购药行为的约束，但实际上
承担法律风险的是药店，在实际执行
中很难产生足够好的治理效果。

一位监管部门人士表示：“《药品
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还规定，从
事药品网络销售、提供药品网络交易
平台服务，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交
易全过程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和可
追溯。针对消费者谎报病情乱开处
方的问题，互联网平台应该加强监
督，落实自身的主体责任。”

姚宇建议，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数
据的互联互通。比如，药监部门可以
设立公共服务平台，患者购买药品时
需要先在该平台进行登记，获审核确
认后，凭借唯一的信息码再到互联网
平台购买相关处方药。同时，对违规
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对于网售处
方药的监管正不断细化。今年9月，
北京市药监局发布关于对《北京市药
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的公
告，涵盖处方药销售、第三方平台管
理、药学服务规范、违规惩罚机制等
方面。今年 8 月，《北京市互联网诊
疗监管实施办法（试行）》发布，对AI
自动开处方等行为明令禁止。

本报综合消息

网购缘何成处方药滥用“暗门”

多类高价中药材价格大幅下滑多类高价中药材价格大幅下滑 当归价格腰斩当归价格腰斩

经历过上半年的罕见暴涨，中药材价格近来普遍有所回
落。记者注意到，在上半年大涨的高价品种中，部分品种价格
已大幅下滑，有的甚至腰斩。

今年上半年，党参、当归、牡丹皮、莲子心等每公斤上百元
的高价品种价格持续水涨船高，记者此前报道，有曾牵头成立
云南楚雄当地中药材产销协会的一名经销商告诉记者，今年上
半年是价格高的品种先涨，然后带动大范围的品种涨价。这相
较以往涉及品种更多，历史上鲜有。不过，现如今已有部分品
种价格下滑。

以当归这一临床常用的药材为例，其在中药材天地网的月跌
幅已达36.67%。有来自亳州的中药材批发零售商告诉记者，目
前当归饮片的产地价格较低的只有180元/公斤，而在上半年价
格可超300/公斤。按此计算，当归价格跌幅在40%左右。

另有来自甘肃的中药材产地批发户向记者透露，尚未切片
的当归根据个头大小，价格在90元-120元/公斤左右。也有批
发户直言，“当归掉价了，现在卖125元/公斤，之前是要卖200
多。”此外，如果买家需求量大，达1吨以上，当归的价格还会进
一步下降。

经销商经销商：：下半年是中药材销售旺季下半年是中药材销售旺季 虽然下跌但仍比去年高虽然下跌但仍比去年高

记者了解到，进入三四季度后，秋季中药材上市品种增多，原
本为中药材销售旺季。但是由于上半年价格畸高，买方需求量也
逐渐平稳，商家为出货继而降低了部分高价品种的价格。

记者注意到，据中药材天地网，中药材价格综合200指数已
跌至3500点以下，而在价格仍在大涨的8月份，中药材价格综合
200指数一度曾超3600点。11月1日-11月8日，康美·中国中药
材价格指数已从11月1日的2145.2点大幅持续下滑至11月8日
的2127.89点，比10日前（2023年10月29日）下降了41.82点。

另据国家发改委官网价格监测中心最新数据，在成都中药
材价格指数中，植物根茎类药材、植物皮类药材、全草类药材等
12大类指数中有一半的大类指数都出现环比下滑，包括植物根
茎类药材、植物皮类药材、植物叶类药材、植物果种类药材、全
草类药材和植物其他类药材。具体到品种，根据中药材天地网
数据，罗汉果月跌幅成月跌幅榜第一，月内大跌63.64%。此外，
紫菀、防风、当归和荆芥的跌幅均在30%以上。

制药厂分批次进货成策略制药厂分批次进货成策略““一个月进一次药一个月进一次药””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由于上半年价格偏高进货量减少，目
前进货的饮片厂、制药厂也逐渐恢复增多。“二季度是价格最高
的，基本上进货量是之前的三分之一。”一甘肃批发户表示，中
药材价格回落后，饮片厂、制药厂加大了进货量。

不过，中药材价格“降温”行情下，中下游制药厂、饮片厂逐
渐加大进货量，但同时态度十分谨慎。有中药材批发商表示，
去年及以往价格处于低点时，药厂一次可进货几十吨，用量或
可满足3个月。“现在是一个月过来一回，一次只要几吨，因为中
药材有掉价的风险，这样拿货就风险更低。”

同样以当归为例，记者了解到，制药厂大多买进价格不算
太高的混合饮片，即大小饮片混和，称为“统货”。对当归品质
需求较高的大多是零售药店、滋补品类生产商。另有主要向制
药厂供货的中药材批发商告诉记者，包括多个知名上市中药企
业也在加大进货量。

此外，5月31日，三明采购联盟省际中药（材）采购联盟采购
办公室公布了全国首次中药饮片省级联盟集采中选结果，21个中
药饮片品种平均降价29.5%，最大降幅56.5%。原材料和集采双
重影响下，中药饮片企业或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本报综合消息

中药材上涨的势头划上休止符？

进入三季度，原本属于旺季的中药材市场价格已出现下
滑的趋势。中药材价格指数数据显示，行情基本从8月开始
持续下滑。有来自亳州、甘肃、宁夏等多地的中药材批发商
告诉记者，中药材市场在出货压力下价格有所回落，尤其是
高价品种。

以当归为例，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批发商的当归售价
较上半年已近乎腰斩。

而由于上半年中药材价格暴涨压力下，中下游制药厂、
饮片厂开始补给上半年减少的进货量，但同时态度谨慎，采
取少量分批次进货策略，以对冲中药材掉价风险。

作为严格监管的
处方药，司美格鲁肽在
国内适应症仅为2型糖
尿病的情况下，被当作
减肥药大行其道，甚至
一度卖断货。网络处
方成为司美格鲁肽暗
度陈仓的掩护。

司美格鲁肽被买
爆，揭示出处方药滥用
的冰山一角。专家建
议，应进一步明确销售
者、购买者、网络平台
各自的主体责任，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同时，
加强数据互联互通，并
对违规行为加大处罚
力度，堵住网售处方药
的漏洞。


